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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为顺利解决农业经济发展问题、促进农业产业化进程和解决农民收入

问题提供了政策参考的蓝本,也促使农业产业化成为解决农民增收问题的主要落脚点。 该研究从农业

产业化前、中、后期三阶段出发,综合考虑农民个人禀赋、政府政策、是否参加合作社及产后重点项目等

维度,构建了农业产业化改善农民增收问题的理论框架,利用调研数据和二元 logistic 模型进行实证研

究。 结果表明:农业产业化能显著改善农民收入问题。 作为农业产业化的典型代表,合作社在增加农

民收入方面发挥着显著的积极作用,尤其是参与合作社产后重点项目这一农业产业化深化行为,更会

促使农民增收。 相对而言,文化程度较高、有技能、风险承受能力较强的农民收入增加的可能性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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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三农”问题成为制约我

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难题。 如何解决“三农”问题,成
为政界和学界共同关注的话题。 对于这类问题,不
仅要依靠非农措施,更要立足于农村、农民和农业,
从“三农”内部寻找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因此农

业产业化成为有效地解决农业发展、农民增收以及

农村经济发展问题的有效途径。 在农业产业化过程

中,必然伴随着大量技术、资本和政策的投入,这些

投入能够使得农民有目的性地开展农业活动,还能

够将农民组织起来,改善农民收入结构,由以前的单

纯农业收入转变为“合作社分红+农业收入”模式,
从而使得农民收入提高。 然而产业化的成功与否,
取决于农户个人禀赋和外部环境。 在政策环境方

面,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中央先后共发布近百份涉

及我国农业产业化改革的方方面面的重要文件,如
2008 年至 2015 年连续 8 年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并
且在 2010 年的一号文件中将农业产业化纳入政策

扶持范围,不仅增强了农户产业化意识,同时增加了

产业化带来增收的可能。 同时,在 2017 年 10 月的

十九大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意味着

首先要使农业经济协同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坚
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因此推动农业产业化尤其是

加快产后环节在农村地区发展的步伐,不仅可以在

一定程度上解决农民收入问题,还可以促进农村整

体经济发展。
然而现今农村金融体系的不够完善与融资约束

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户的产业化。 且即

便农业服务业、职业农民培训等技术性工作已在农

村有序开展,现实状况却依旧不容乐观,一些农户虽

成功参与产业化,但基本上集中于产前和产中环节,
对于具有高附加值的产后环节参与较少,因此无法

从根本上解决农民收入问题。 在 M 县调研中笔者发

现,这一情况尤为突出。 M 县以种植发展猕猴桃为

农业产业化特色,由于农民参与的产业化环节不同,
导致农民的收入增长特征出现差异。 总体来讲,参
与产后环节诸如将猕猴桃进行深加工、依托农村旅

游业开展猕猴桃采摘旅游等的农民,其收入比只参

与产中和产前环节的农民普遍高,且增长速度相对

较快。 因此,对此地区农户参与产业化行为的研究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且在我国具有明显农业特色

的地区构建一个多元化、竞争性的产业化体系,已在

政府和学术界达成共识。 同时,必须根据地区特征

对症下药,要切实了解农户自身情况,以农户行为作

为切入点,全面、准确地认识农民对待产业化环节的

意愿和农民参与产业化行为的影响因素,构建真正

服务于农户生产生活、提高农民收入的产业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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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期为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否改善农民收入问题和农

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依据和新思路。
因此,在乡村振兴战略日益精进的背景下,农业

产业化是否为出现收入问题的农民提供有效的解决

路径和方法成为本研究的主要关注点,本文将借助

在 M 县的调研数据,揭示参与农业产业化不同环节

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同时本研究也对从根本上解决

农民收入问题、实现乡村振兴从而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

一、文献回顾

　 　 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研究起源于 20 世纪 90 年

代,且不断深化研究,尤以如何经营农业产业化为

甚。 其成型于山东等地。 在对山东经营模式的观察

中发现,大部分经营模式包括“公司+农户”、“公司+
大户+农户”、“公司+合作社+农户”、“公司+租赁农

场”等组织形式[1] ,且随着时间推移逐渐衍生出“公

司+家庭农场”、“公司+社会组织+农户”、“合作社+
合作社”、“现代农业产业联合体”等新兴农业产业

化组织形式。 在经营农业产业化时,首先需要因地

制宜地加快全国各地区农业主导产业的发展,发展

合适的特色农业生产。 其次是积极培育专业农户,
并为其提供资源、技术、市场信息以及资金等物质条

件[2] 。 再次,在做好这些后,应开始进行产业化的推

广阶段。 一些学者认为在多数情况下此时龙头企业

发挥的作用显著[3] ,如在当地自身实力雄厚的大公

司可以连带着某一地区做好支柱产业,从而产生第

一产业集群的现象,不断帮助第一产业的发展,也连

带着扶持了农民;且由于它是产业化经营的代表,更
能推动农业技术和科研成果方面的转化。 最后,有
学者认为在产业化的监管方面也应加强完善,如建

立完善体系,为产业项目的申请、考核、验收与监督

等提供制度标准等[4] 。
农民作为生产主体,在参与农业产业化时需要

关注各个方面。 首先应关注农用物资。 由于农村是

熟人社会,农户与农资零售商贩之间的“被动信任”
关系持续存在,即农户心中认为无法完全信任农资

零售商贩,但他们除了对其选择信任别无他法[5] 。
其次是合作社方面。 它是需要农民特别关注的另一

方面,如在我国农业产业化之初经济组织形式较少,
只有合作社与“龙头企业+农户” [1] 。 因此有必要推

进新的组织形式———两者结合或后者与生产大户结

合以解决问题。 所以近年来一些学者[6-7] 对此提出

了解决方案,如认为应以专业社为主力,综合社为助

力,且需健全农业专业合作社各种合作制度。 除了

以上两种外部措施,针对农民的职业农民培训也具

有重要作用,当前要做的就是促进“农民”由身份向

职业转型,增大农民发展空间。 许多学者[8-9] 均对当

下农民存在的问题如总体素质不高、结构不合理、农
民职业转型面临能力不足和保障缺乏等问题进行了

分析并针对这些共性问题提出解决方案。 在此期

间,一些表现是只存在于新型职业农民中,如他们会

追求农业的利润最大化、能够充分进入商品流通市场

以及农民这一职业上的稳定性等[8] 。 要解决这些问

题,就应适当加大对农民职业教育的支持包括人力、
物力、财力等,政府出台并逐步完善一些政策、教育培

训机制等一系列措施[10] 。
农民收入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重点,国内外

许多学者对如何提高农民收入进行了多角度、全方

位的实证分析。 首先是产业融合方面。 如有学者通

过关注海南省各县产业融合与农民增收的互动性作

用,依据中介效应模型揭示了产业融合能够显著促

进农民收入[11] ,表明三产融合发展是我国农业现代

化进程中的重要形式。 另外,在尝试探索六盘山集

中连片区农村的非农就业能力与农村产业融合及农

民增收之间的关系中,有学者通过调节效应分析发

现非农就业能力在农村产业融合与农户增收之间发

挥着显著正向调节作用[12] ,证明非农就业能力不

仅是农村产业融合带来的结果,而且更会加强其与

农民增收之间的联系。 其次是机械化方面。 结合

2000-2018 年研究农业机械化对农民收入的作用

机制的中国 31 省份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动态短面

板数据模型得出农业机械化对农民收入有正向影

响效果的结论[13] ,揭示了农业机械化作为产业化

的一部分,在全国范围内对农民收入依然有提高作

用。 在国外研究中,与国内研究一致,农民增收问

题与农业产业化息息相关。 Manuel
 

Toledo-Hernndez
等在印度尼西亚的调查中发现加强可可人工授粉,即
加强农业产业化和集约化管理能够带动农民收入的

增长[14] ,表明在其他农业国家,农业产业化依然是提

高农民收入的最佳方案。
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多数研究立足于如何改进

农业产业化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进一步横向创

新农业产业化,但并未过多讨论如何促使产业化向

纵深发展,以保证农民能够有效利用农业产业化生

产带来的各类资源,提升农产品附加值促进收入的

增加。 因此,本文就农业合作社这一组织形式,将农

业产业化划分为产前(个人技能)、产中(如职业农

民培训等)和产后三个阶段,着重分析农业产业化的

三阶段尤其是产后环节是否对农民增收存在显著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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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一般而言,产后阶段包括但不限于农产品销售,
还存在其他形式,如农产品深加工等。

二、数据、变量与方法

(一)研究数据

　 　 本研究对 S 省 M 县 12 个村展开问卷调查。 由

于该地区农业产业化程度较高,在选取样本时依据

每村农业产业化及农民特征进行随机抽样调查,一
共收回 316 份调查问卷,对收回问卷进行处理,剔除

10 份无效问卷,剩余 306 份有效问卷。

(二)研究方法

　 　 在研究分析阶段,根据可得数据特征,试采取多

分类变量 Logistic 模型,通过建立并拟合广义 Logit
模型,对自变量的系数进行估计,对影响农户收入提

高的因素进行分析。
构建 Logit 模型如下:

lnP / 1 - P = β0 + β1X1 +… + βiX i + μ
其中,P 代表农户参与产业化收入提高的概率。

Xi (i = 1,2,…,k)代表模型中的自变量, βi ( i =
1,2,…,k)代表模型中待估参数, μ 为随机扰动项。

本文运用 SPSS
 

23. 0 进行数据分析。 为了防止

出现多重共线性和序列相关,在回归之前对数据的

多重共线性和序列相关进行检验,均通过检验。

(三)研究变量

　 　 1. 控制变量

根据对农户基本信息的分析,综合考察农户的

实际情况,结合上述结果,假定农户在产业化过程中

对收入的影响受如下几个因素影响:
(1)农户的个人禀赋:主要包括户主的个人特征

及农户的家庭特征。 户主的个人特征主要包括户主

的年龄、性别、文化程度、风险承受能力、外出打工经

历等。 家庭特征主要是由家庭的年务工、务农收入

以及家庭人口数组成。
(2)政府政策:假定激励的产业化产后环节政策

会激发农户参与产业化的热情进而对收入有正向

功能。
2. 核心解释变量

根据文献梳理,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核心方式为

农业合作社的建立,且根据调研可知 M 县农业产

业化程度较高,农业合作社发展较为成熟,但农民

参与合作社产后环节不足。 因此本文将农民参与

农业产业化生产的三个环节分别作为核心解释变

量,即产前环节———是否拥有某项技能(包括猕猴

桃育种技术、防治病虫害技术、嫁接技术及其他相

关技能) ,产中环节———是否参与产业化培训以及

产后环节———是否参与重点项目作为核心自变量,
并做出假设:拥有某种技能、参与产业化培训以及

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或者农业协会以及相应的农

业合作社产后重点项目的建设会对农户的产业化

产生积极影响。
3. 被解释变量

根据前期文献梳理,被解释变量为农民增收情

况,其中增收= 1,未增收= 0。 变量赋值见表 1。

三、实证分析与讨论

(一)样本特征

　 　 1. 个人禀赋信息

以调查的男户主为例,户主的文化程度在初中

及以下的占 84. 96%,高中占 14. 16%,大专及以上占

0. 88%。 家庭总人口平均为 5 人,老人人数和读书

子女人数平均为 1 人,子女中读大学的人数平均为

0. 22 人;家庭劳动力数量平均为 3 人,仅从事农业劳

动人数平均 1. 5 人,仅外出务工人数平均 0. 9 人,农
业与外出务工兼备平均为 0. 6 人。 家庭平均年收入

在 30000 - 50000 元。 户主拥有一项技能的农户有

170 户占 51. 2%。 将农户的风险承受能力分为非常

弱、较弱、一般、较强、非常强五个等级,其中风险承

受能力非常弱的农户有 82 户,占 27. 1%;风险承受

能力较弱的农户有 92 户,占 30. 4%;风险承受能力

一般的农户有 77 户,占 25. 4%;风险承受能力较强

的农户有 39 户,占 12. 9%;风险承受能力非常强的

农户有 13 户,占 4. 3%。 由此可见,所调查村整体教

育程度普遍偏低,大多数家庭以务农为主辅以务工,
且该村农民风险承受能力普遍较弱。

2. 农业产业化经营规模及环节

(1)经营农业方式:对经营农业方式的调查,即
对参与产业化经营程度的调查表明,有 16. 39%的农

户为一般农民,即单一化自行生产;28. 69%的农户

为种植大户,即已经形成了规模生产;38. 52%的农

户参与合作社生产;16. 4%的农户与农业企业合作

进行猕猴桃种植。 从上述数据看出,农户经营农业

方式主要为合作社生产,一般农户占比最少,农业产

业化程度较高。
(2)参与产业化环节:从调查中可以发现,约有

66. 77%的农户产前育苗技术培训环节、产中种植环

节和产后猕猴桃销售与深加工环节均有参与,但参

与产后环节的农户仅占 28. 23%;而对于未参与产后

环节的农户中有 83. 67%的农户只参与了产中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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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农业产业化对农民影响分析变量选取与赋值

影响因素分类 影响因素 衡量指标

农户个人禀赋

户主个人特征

家庭特征

年龄(X1)
性别(X2)

文化程度(X3)

风险承受能力(X4)

外出打工经历(X5)

家庭务农总收入(X6)

家庭务工总收入(X7)
家庭人口数(X8)

实际年龄

男= 1　 女= 0
初中及以下= 1
高中= 2
大专及以上= 3
非常弱= 1
较弱= 2
一般= 3
较强= 4
非常强= 5
有= 1　 无= 0
10000 元以下= 1
10000-30000 元= 2
30000-50000 元= 3
50000-100000 元= 4
100000 元以上= 5
实际人口数

政府政策 / 项目 　 　 　 激励政策(X9) 有= 1　 无= 0

产业化

环节

产前环节 是否拥有某项技能(X10) 是= 1　 否= 0
产中环节 是否参与产业化培训(X11) 是= 1　 否= 0

产后环节
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或者农业协会

及其产后项目(X12)
是= 1　 否= 0

由此可以看出该村农民的农业产业化成熟度主要集

中于产前和产中环节,参与具有高附加值的产后环

节的农民较少。
(3)猕猴桃加工程度(产后环节):在进行猕猴

桃成果加工的 85 户中,有 73 户表示参与的是农业

合作社收购加工,占样本的 85. 88%。 这与大多数研

究结果一致,绝大多数农产品的加工是依靠合作社

统一收购集中化加工而非农户个体加工。 然而在参

与农业合作社收购加工的 73 户中,有 44 户是以低

价售卖形式供给合作社,占样本的 60. 27%;剩余 29
户则 是 讨 价 后 较 高 价 卖 给 合 作 社, 占 样 本 的

39. 72%。 由此可见,该地区猕猴桃产业化的产后销

售环节仍有很大的参与空间,而对农户进行猕猴桃

加工技术的培训也迫在眉睫,这样才能提高农民的

收入和收入预期。
(4)猕猴桃销售渠道(产后环节):在被调查的

农户中, 就每年第一批成果作为研究对象, 有

26. 23%的农户表示其收购来自政府组织人员收购,
有 34. 49%表示其收购来自农业合作社和当地龙头

企业,有 39. 28%表示农户会通过互联网或电话联系

专人收购。 当农户在丰收时,会首选以下销售渠道

来满足自己的收入需求。 其中,通过互联网或电话

联系专人收购占 57. 4%,农业合作社收购占 16. 9%,

自己拿到市场自营占 13. 6%;而在互联网或电话联

系专人收购中,通过互联网占 85. 88%,电话联系专

人收购占 14. 12%。 调查发现,农户表示最近三年及

以上通过互联网或电话联系专人收购的渠道占样本

的 63. 61%;仅有 115 户表示自己拿到市场自营,占
样本的 36. 39%。 由此可见,在 M 县 12 个行政村内

活跃的销售途径是建立在互联网基础上的“互联网+”
销售模式,农业合作社与当地龙头产业作为线下渠

道并驾齐驱,猕猴桃成果销售现象普遍存在,主要以

满足自己的收入需求为目的。
由表 2 数据可以看出,被调查农户的平均年龄

为 53 岁,其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大多是初中及以下;
50%农户具有一定的专项技能,在对风险的承受上,
农户大多数为风险规避型,在家庭的总收入中,务工

收入占据大部分比重,50%农民为半工半农,以满足

家庭支出的需要。 在调查的样本中,参与过产业化

培训的比重相对较少,50%农户了解到政府有相应

的激励政策,很少有农户加入到合作社等组织。 年

龄越大的农民越不愿意从事风险较大的产业化活

动;男性农民由于精力和风险偏好更强,其参与产

业化意愿及参与产业化产后环节的意愿更强;文化

程度越高,农民接受新事物和把握机会的能力越

强,其参加产业化产后环节意愿也会越强;风险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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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越强,农民越愿意从事产业化产后环节这一项冒

险活动;而良好的产业化产后环节大户如销售大

户、深加工大户等榜样能激发农民的热情,增强他

们参与猕猴桃产业化产后环节的意愿。 由此,年轻

男性、受过一定教育、风险偏好强以及受到产后环

节大户地激励的农民,更倾向于参与产业化产后环

节,同时也就意味着能够获得更高的收入的可

能性。

表 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观测值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年龄 306 24. 0 86. 0 53. 497 11. 242
性别 306 0 1. 0 0. 570 0. 496
文化程度 306 1. 0 3. 0 1. 158 0. 407
是否拥有某项技能 306 0 1. 0 0. 532 0. 500
风险承受能力 306 1. 0 5. 0 3. 598 1. 146
是否参与产业化培训 306 0 1. 0 0. 285 0. 452
外出打工经历 306 0 1. 0 0. 519 0. 500
家庭务农总收入 306 1. 0 5. 0 1. 522 0. 782
家庭务工总收入 306 1. 0 5. 0 2. 073 1. 071
家庭人口数 306 1. 0 12. 0 4. 801 1. 730
激励政策 306 0 1. 0 0. 453 0. 499
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或者农业协会 306 0 1. 0 0. 136 0. 343
有效样本数 306

(二)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

　 　 模型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
从表 3 所输出的回归参数估计结果中,可以更

详细地判断出所选取的解释变量对农户收入提高影

响力度及影响方向,从而给先前的假设以佐证或提

供更多的信息将其修正。
在户主个人禀赋中,文化程度、风险承受能力、

家庭务农、务工总收入都对农户参与产业化进而提

高收入有显著影响。 年龄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关系,
这是因为随着农户年龄的增长其参与产业化并提高

收入的可能性也随之下降。 文化程度与农户收入提

高呈正相关,即当其文化程度每增加 1 个单位,其收

入会增加 2. 578 倍,这是因为随着农户文化程度的

提升,其接受新理念的速度随之加快,并能对参与产

业化并着重利用哪一环节进行理性选择,利于其通

过参与产业化尤其是产后环节来提高收入。 针对农

户风险承受能力,在家庭总收入中,随着家庭总收入

的增加,农户参与产业化、添置加工机器等劳动工

具资金相对充裕,减少了向银行的借贷,而资金的

充足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其高效参与产后环节以

提高收入的可能性,因此在回归中显示有显著正向

影响,即风险承受能力提高 1 个单位,其增收的可

能性会增加 2. 936 倍。 家庭务农与务工总收入对

农户收入的增加有显著的正向效果,这是因为务农

表 3　 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β 标准误差 Wald 自由度 P Exp(β)
X1 -0. 048 0. 014 12. 208 1 0. 064∗ 0. 953
X2 0. 123 0. 281 0. 193 1 0. 826 1. 131
X3 0. 055 0. 349 0. 025 1 0. 027∗∗ 0. 947
X4 0. 074 0. 127 0. 336 1 0. 000∗∗∗ 1. 077
X5 -0. 039 0. 298 0. 017 1 0. 862 0. 962
X6 0. 478 0. 173 7. 619 1 0. 004∗∗∗ 0. 62
X7 0. 043 0. 138 0. 099 1 0. 038∗∗ 1. 044
X8 -0. 03 0. 09 0. 112 1 0. 635 1. 03
X9 0. 107 0. 295 0. 13 1 0. 006∗∗∗ 0. 899

X10 0. 061 0. 28 0. 047 1 0. 082∗ 0. 941
X11 0. 256 0. 343 0. 555 1 0. 043∗∗ 1. 291
X12 1. 398 0. 569 6. 029 1 0. 014∗∗ 4. 048

常数项 3. 84 1. 16 10. 951 1 0. 001 46. 533

　 　 注:∗∗∗ p<0. 01,∗∗ p<0. 05,∗ p<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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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务工是农户主要经济来源,尤其是在务工方面。
具体来说,当其分别增加 1 个单位时,农户增收的可

能性会分别增加 1. 859 倍和 2. 841 倍。 家庭人口数

与产业化成功提高收入呈负相关,家庭人口数越多,
则其生活负担越重,家庭种种因素限制其收入的

提高。
对于政府政策或项目,政府的种种激励政策和

正在实施的项目对于参与产业化农户来讲,体现在

资金的支持与政策的鼓励。 从回归结果来看,政府

政策或项目对农民是否增收具有显著影响,有此支

持的农民增收可能性是无此支持农民的 2. 457 倍。
且根据魏纪芳[15]的研究可知,有无政府政策或项目

支持并不直接作用于农户增收,而是通过农业合作

社这一载体产生影响,即从农户参与产业化的环节

来看,农户越是参与政府所提倡的延长产业链等产

后环节,越有可能获得收入提高的可能。
对于产业化的三个环节,在对农户个人技能的

调查中,有技能如猕猴桃育种技术、防治病虫害技

术、嫁接技术的农户大多根据自己的特长参与相应

产业化环节,且通过回归分析可知有技能的农民与

无技能的农民相比有 2. 563 倍可能性得到实质性的

增收。 产中环节的农户参与产业化培训能够提升其

产业化农业操作技能,且通过回归可知该变量对收

入增加的影响是显著正向的,参与产业化培训农民

的增收情况是未参与培训农民的 3. 636 倍,这说明

在农业产业化的产中环节干预农民生产行为并为农

民提供一系列的培训以提高农民的生产效率,会更

有效地提高农民收入。 针对产后环节,是否参加合

作社尤其是产后项目也对解决农民收入问题有显著

影响,且参加产后项目的农民增收几率是三个核心

自变量中影响效果最显著的一个,即参加产后项目

的农民增收可能性比未参加此项目的农民高 57. 283
倍。 这更直观地说明作为农业产业化的形式之一,
合作社与产后重点项目会促使农民增收。

总体来看,在 M 县,其农业产业化对该地农户收

入存在正向影响效果,参与农业产业化的农户收入

比未参与的农户增收可能性高,也验证了学者的一

系列观点[16] 。 在农业产业化的产前、产中和产后三

个环节中,通过调研和分析数据可知,这三个环节的

作用呈上升趋势。 具体而言,相比其他环节,参与产

前环节并不能对农民收入有更明显提高,其影响也

并不非常显著,这是因为产前环节是农业产业化三

个环节中各类投入最多但最易受损的一环,如有恶

劣天气,只参加产前环节的农户无法获得保障。 参

与产后环节则在提高农户收入中具有最显著和最大

的影响效果。 究其原因,主要因为产后环节能够延

长 M 县猕猴桃生产的产业链,提高猕猴桃即农产品

的附加值,从而能够提高农户收入。

四、结论及对策建议

(一)结论

　 　 通过对农户基本情况与参与产业化环节的实地

调研以及数据分析,得出关于农业产业化过程中农

民收入问题的如下结论:
首先,增收可能性更多地存在于参与农业产业

化生产的农户。 这是由于在产业化过程中,农民可

以利用技能培训等所学知识,有针对性地进行农业

生产,提升其生产成功率,从而有效降低生产成本;
一方面是农民能够通过产业化培训如职业农民培训

等逐渐转变其思想和行为,从而能够科学化生产,进
而提高其收入;另一方面则是在农户改善生活的迫

切需要以及公共产品价格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农户

纷纷转向产业化链条中最具高附加值的产后环节。
产后环节具有持续的潜在回报,使得农户的预期收

入加大,从而使得农户更易转向产后环节,形成良性

循环。
其次,大多参与产业化产后环节的农户年收入

较高且增长显著。 这是因为产后环节能够提高猕猴

桃成果附加值,如通过互联网或联系专人销售、自行

加工、依托乡镇中的猕猴桃示范产业园区等,进而使

得收入提高并进入较高水平。 而相对较低收入且增

长缓慢的农户则限于产前和产中环节,基本无法通

过该环节提高猕猴桃的附加值进而增加收入。 在这

种局面下,产后高附加值环节需要对产前产中低附

加值环节进行替代,从而使农户加快进入产后环节,
实现三环节协调发展、着重发展产后环节的猕猴桃

产业化的良性循环发展,从而解决一部分农民的收

入增加问题。
再次,农户个人禀赋与政府激励政策对其增收

影响显著。 这是因为农户个人禀赋越高,其社会资

本越雄厚,在社会资本的影响下就越有能力提高其

收入、改善其生存状态;当政府激励政策出台后,各
类农业合作社兴起且有政策保障,能够切实保障农

户的收益和利益,因此农户收入会有所增加。
最后,互联网或电话联系专人收购是本地区选

择最多的产后环节形式。 这也是满足农户提高收入

需求的主要形式,是因为“互联网+”为基础的销售

渠道,绝大多数不需要农户提供资金成本;另外,通
过农业合作社和当地龙头企业进行销售的以供需关

系形成的销售渠道大多适合于猕猴桃种植规模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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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农户。 因此,以这两类方式进行产后销售的农

户大多具有较高收入和较快的收入涨幅。

(二)对策建议

　 　 1. 助力提高农民个人禀赋,夯实产前产中环节

应该对农户加强专业技术培训,培育新型职业

农民,为其参与产业化产后环节的开展打下良好理

论基础与技术知识储备。 培育新兴职业农民就是要

加强对农民的专业技能培训和科技培训,提高其科

学文化水平和加工销售能力,令其成长为综合型、实
用型的专业人才。 并根据农户本身的需求与能力,
有意识地对农户进行分类培训和针对性培训,与此

同时,需普及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等知识,并提高其对

金融、销售公司、加工等机构的认知力。 多层次、多
方面培养的农村人才,通过提高其自身所拥有的社

会资本改善其收入贫困的困境。
2. 形成良好外部政策环境,保障产业化环节顺畅

在上述的实证研究中,可以发现政府提供的政

策支持对农户参与产后环节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首先,通过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可以在一定程度

上规范农户的产后行为,并鼓励农户参与产后环节,
让越来越多的有参与产后意愿的农户更愿意去参与

产后环节,提高他们的收入。 同时,相关村委会也应

当做好模范带头作用。 在政府大力支持农业产业化

产后环节并给予农户一定的优惠政策与扶持力度的

同时,积极引导农民与时代接轨,顺应时代发展的潮

流。 其次,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地方政府需加

强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如修建农村道路等,并统筹

考虑与产业化产后环节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同时

优化农村公共服务体系,为农户提供法律法规等咨

询服务,简化其产后环节行政审批申报等相关手续

流程。
3. 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纵深发展,提高农民增

收几率

根据调查发现,M 县的猕猴桃产业化及其对农

民收入提高的过程中,面临的不仅仅是增加产后环

节的问题,还有该乡猕猴桃的产后环节应该如何定

位、如何配合。 解决好这些问题才能有效满足农户

的收入提高需求,并且改善、引导该地区农户有序合

理的产后行为,从而达到乡村振兴、维持农业生产、
促进农业经济综合协调进步和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因此,有如下几点具体措施:

首先,从合作角度出发,加大农民与合作社、当
地龙头企业的合作发展力度。 从上述研究看出,有
超过三成的农户会通过以上两种方式进行猕猴桃的

产后销售,
 

这为合作社和龙头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广

阔的空间,也有利于打造当地的猕猴桃品牌。 因此,
发展以专业生产为依托的合作社、龙头企业更符合

当地的现实状况。 这种相辅相成的发展模式,不仅

会激励农户参与产后环节,还会加大合作社、龙头企

业的社会影响力,吸纳较大规模的农户,从而为提高

农民收入提供安全的产业化产后模式,以促使农民

收入的提高从而解决其收入贫困问题。
其次,从政策角度出发,加大扶持产业化产后环

节落后地区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 通过对上述

农户收入提高几率的研究可发现:当地农户面临的

主要问题为参与产业化的环节附加值的高低问题,
而导致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公共产品的价

格居高不下。
最后,由于农户的年龄对农户行为有着显著的

负面影响,对于年纪较大的农户来说,其进行产后活

动就更为不易。 因此,农业发展银行在现行政策下,
更应关注该地区陷入“产业化未富”的制度陷阱的农

户,对农村的建设及改革项目发放专项贷款,从而达

到减轻农户负担,改善农户收入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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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posal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provides
 

a
 

blueprint
 

for
 

policy
 

reference
 

for
 

smoothly
 

solving
 

the
 

problems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promoting
 

the
 

process
 

of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and
 

solving
 

the
 

problem
 

of
 

farmers’
 

income,
 

and
 

also
 

makes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become
 

the
 

main
 

point
 

of
 

solving
 

the
 

problem
 

of
 

increasing
 

farmers’
 

income.
 

Starting
 

from
 

the
 

three
 

stages
 

of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agricultural
 

indus-
trialization,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considers
 

the
 

dimensions
 

of
 

farmers’
 

individual
 

endowments,
 

government
 

policies,
 

whether
 

they
 

participate
 

in
 

cooperatives
 

and
 

key
 

post-natal
 

projects,
 

construct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to
 

improve
 

farmers’
 

income
 

increase,
 

and
 

conducts
 

an
 

empirical
 

study
 

using
 

the
 

survey
 

data
 

and
 

binary
 

logistic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farmers’
 

income.
 

As
 

a
 

typical
 

representative
 

of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cooperatives
 

play
 

a
 

significant
 

positive
 

role
 

in
 

in-
creasing

 

farmers’
 

income,
 

especially
 

participating
 

in
 

key
 

projects
 

after
 

the
 

postpartum
 

of
 

the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
zation

 

of
 

cooperatives
 

will
 

increase
 

farmers’
 

income.
 

Relatively
 

speaking,
 

farmers
 

with
 

higher
 

education,
 

skills
 

and
 

strong
 

risk
 

tolerance
 

are
 

more
 

likely
 

to
 

see
 

their
 

incomes
 

incr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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